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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拾宝”之老银器

簪可束发 钗难解愁
□记者 张丽娜 文/图

【河洛典故】

【河图洛影】

【娜说河洛】

自从国学复苏后，常有洛城父
母赶时髦，模仿古人，为闺女举办成
人礼。

有人问：啥叫成人礼？学者答：
就是笄礼呗。

这等于没说，因为现代人多半
不知道笄是什么。

所谓笄礼，可不是吃一块蛋糕，

庆祝长大成人那么简单。小女子要按
照古时的礼仪，身穿汉服，束起发髻，
郑重地昭告天地、告慰爹娘：本姑娘长
大了，可以自强自立、嫁人生子了。

笄，就是束头发用的簪子，也可
以用来固定帽子。在古代，它是相
当重要的首饰。

除了簪子，钗也是由笄演化而
来的。很多人觉得发簪和发钗是一
回事儿，其实不然：簪是一股，类似
一根长针；钗是两股，像是两根长针
组成的“U”字形。

簪和钗都可以固定长发，免得发
髻松散下垂，使用起来很顺手，而且
可以就地取材——随便找一根筷子、
毛衣针什么的，便可充当简易发簪。

当然，讲究的古人不会这么穷对
付。请看洛阳周氏银器博物馆珍藏
的清代簪、钗，白银质地，首部镶金嵌
玉，做出蝴蝶、金凤、花朵等各式造型
（如图），有的还贴着翠鸟的羽毛，名
曰“佃翠”，一片幽蓝，珍稀异常。

据古书记载，早在新石器时代，
先人们便懂得借用树枝之类的玩意
儿束发。商周时期，人们多用兽骨
制簪、钗。秦、汉两代，玉器风靡，玉
簪、玉钗跟着走俏，同时受欢迎的还
有名贵的象牙首饰。《中华古今注·
钗子》有云：“钗子……至秦穆公以

象牙为之，敬王以玳瑁为之，始皇又
金银作凤头，以玳瑁为脚……”可见
钗子男女通用，尊贵的帝王们也少
不了它。

唐宋往后，首饰的花样愈加丰
富，如意形、飞禽走兽形都很常见。
还有耳挖形，簪头扁平，可以用来挖
耳朵。“玉搔头”则可用来搔头——
就怕像杜甫那样忧国忧民，愁肠百
转，老是掉头发，弄得“白头搔更短，
浑欲不胜簪”。

在诸多首饰中，凤钗最有代表性。
凤钗，又名凤头钗，发钗的首部

形似凤凰，凤嘴里往往还含着一串
下垂的珠子，随着人的行走摇曳生
姿，有一种动态的美，号称“步摇”。

白居易赞美杨贵妃，说这个绝
世美女“云鬓花颜金步摇”，美得销
魂蚀骨，害得君王不愿上朝，天天

“芙蓉帐暖度春宵”。
自古江山美人，令无数英雄竞

折腰。然而天意弄人，江山易换，美
人易老。

南宋的陆游，痴恋表妹唐婉，却
被母亲无情拆散，只得伤感填词
《钗头凤》，慨叹“东风恶，欢情薄，一
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其
中的酸苦，又岂是钗头的凤凰衔得
住的？

散落在河洛大地上的古树名木、古街道、老
民宅、旧窑院、古亭台、古城堡等，无不带着河洛
文化的鲜明烙印，向我们讲述着古往今来的传奇
故事。敬请关注，欢迎投稿或提供线索。

■投稿邮箱：wbheluo19@163.com
■电话：0379-65233687

走进历史之门

顾荣施炙
□柳芽儿

洛阳乔家大院
至今仍为民居
根据史实改编的电视剧《乔家大院》

曾红极一时。洛阳城里也有一座乔家大
院，至今还住着乔家的人，且与山西乔家
属于同宗。

在洛阳老城东大街鼓楼附近，路北侧
有一座青砖木门的古朴庭院，门柱上的裂
痕里满是尘土，如同时间的封条。东大街
186 号的门牌在提醒人们，这座宅子就是
洛阳的乔家大院。 （何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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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里的王熙凤精明强干、刻薄
寡情，却对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刘姥姥
有些许体恤，这让一穷二白的刘姥姥感动
不已。当贾府衰败后，刘姥姥感念王熙凤
的恩惠，没有辜负她的临终所托，救了王
熙凤的独生女巧姐，留下一段知恩图报的
佳话。

在中国，这样的故事很多，比如顾荣
施炙。

顾荣，江苏吴县人，三国时期吴国丞
相顾府之孙。三国归晋后，他来到洛阳，
很快就以才学闻名，与当时的陆机、陆云
二兄弟合称“三俊”。他作为降臣，并没有
受到皇帝的冷遇，历任尚书郎、太子舍人
和廷尉正，这当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因
为他为人处世有过人之处。

一次，顾荣去赴宴，主人请客人们吃
烤肉。当喷香的烤肉冒着热气被厨子献
上时，众人举箸大快朵颐。顾荣尝了一
口，味道很鲜美。他抬头看看侍立一旁的
厨子，想夸赞几句，却发现厨子舔了一下
嘴唇，喉结还动了几下。顾荣马上端起自
己的烤肉，对厨子说：“来，你也尝尝！”厨
子吓得连忙跪下，头也不敢抬。

有些客人见此情景，虽然没说什么，
但神情颇为不屑。也有人对顾荣说：“你
这样对待一个奴才，有失身份吧。”顾荣却
说：“肉是他烤的，哪有端着烤肉而不知滋
味的道理？”

后来发生了“八王之乱”，顾荣看不惯
王室争斗，不想蹚浑水，便日日饮酒装
醉。再后来，他辗转渡过长江，回故乡吴
地避难。一路上，他遇到了很多意外情
况，但每次都有人暗中帮忙化解危机，且
不索取任何报酬，这令他十分疑惑。有一
次，他终于见到了这位恩人，当他拉着恩
人的手连连道谢时，对方却说：“您不记得
我了吗？我是那个烤肉的厨子啊！”

“人之风动一世，在品行，而不在地
位。”顾荣就是这样的人，他看似不经心的

“施炙”行为，竟让厨子不惜背井离乡，追
随千里施以保护。显然，这个厨子看重的
不是那块烤肉，也不是顾荣的地位，而是
顾荣对他的尊重。


